
66人被选举为省人大代表
济南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同时补选王平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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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马云云
见习记者 陈玮) 济南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12日上午在南郊宾馆闭幕。

出席会议的475名人大代表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选举66人为出席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报经省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代表资
格审查，提交省人大常委会确认)；补选
王平同志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会议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了济南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济南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2013年计划的决议，关于

济南市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预算
的决议，关于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济
南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几十处夜市大都“长”一个样
政协委员建议打造特色夜市街区，繁荣夜市经济
本报记者 赵伟 实习生 侯肖笑

多处夜市

“长”得都一样

6日晚10点左右，在洪楼夜市
上，从山大路路口沿着花园路北
侧人行道往东走，路边全是摆摊
的，有卖鞋的、卖衣服的、卖小吃
的、卖玩具的、卖盆栽的……大大
小小几百个摊位，绵延1000多米。
时间虽已晚，夜市却吸引了不少
市民，整个人行道全被挤占，只留
下一个人能通行的窄道。

与洪家楼夜市相同，记者近
日又走访了银座夜市、北园夜市、
济南大学夜市等多个夜市，发现
这些夜市大都是经营衣服、玩具、
饰品等小商品，还有一些小区附
近的夜市则主要是经营小吃、水
果。

“济南的夜市长得都差不多
一个样，缺了点济南味。”喜欢逛
夜市的市民王女士称，目前，大规
模的夜市越来越少，大观园夜市、
文化东路夜市都取缔了，只剩下
洪楼夜市、北园夜市等几个夜市，
加上一些不上规模的小夜市，目
前的夜市粗略一算，虽有好几十
个，不过能做济南“名片”的夜市
却不好找。

在泺源大街银座附近居住的
市民杨女士，也认为济南的夜市
需要升级。“朋友来济南玩想逛夜
市，都不知道给她推荐哪一个。”

夜市问题仍不少

还需规范

不少人一提到夜市就头疼，
主要是因为夜市存在占道经营、
噪音污染、垃圾污染等问题。

在济南大学西校夜市上，记
者看到几百米的道路被小摊贩堵
得结结实实。附近一骑电动车经
过的市民王女士称，每次晚上下
班都碰上占道经营的夜市，交通
很混乱，经过这里一直按喇叭都
不管用，有时只得上公交车道骑
行。

在洪楼夜市上，有摊主还摆
放了喇叭，一遍又一遍播放“十元
五双，十元五双……”的袜子广
告，十几米外都能听到。还有的街
头门店直接摆着大喇叭放音乐，经
过的市民不胜其扰。家住恒泰花园
小区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花园路上
的夜市少说也有十多年了，“感觉
这个夜市还算整齐，但有的摊位也
乱糟糟的，有的噪音很大。”

不少繁华的夜市散市后，摊
主们收摊的同时并不会把周围的
垃圾收拾走。散市后的街头，到处
都是纸屑、塑料袋、西瓜皮、竹签
等垃圾，给环卫工人们的工作带
来很大压力。

多个部门管

但仍管不了

在接受采访时，有关人士透
露，目前，夜市的管理和规范涉及
工商、环卫、办事处、城管等多个
部门，由于权责交叉，很容易造成
大家都能管、大家又都寄希望于
对方去管，而最后其实大家都没
有管的局面。

济南一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办事处人手比较紧，目前
抽不出那么多管理人员，而且缺
乏相应的管理费用，想管好夜市
有时也无能为力。而且，办事处不
能对夜市摊位收费，一旦收费就

等于承认了夜市的合法性，这不
仅是管理的问题，也是承担责任
的问题。

一名城管执法人员表示，夜
市现在根本是不允许经营的，但
取缔却有很大难处。摊贩流动性
很大，取缔了这一处，就会转移到
另外一处。

委员建议

打造特色夜市街区

“一个城市夜市经济的繁荣
与否，既能体现出城市居民对夜
生活需求的层次高低，同样也是
一个城市的‘名片’，可以为一座
城市带来经济、社会和形象价
值。”政协委员赵勇今年提出“关
于加快繁荣济南夜市经济，打造
泉城特色新形象的建议”。

据赵勇介绍，济南目前现有
的夜市大多是一些自发形成的平
民夜市，大小足有40处之多，但整
体呈现自由、无序的发展态势。像
上海城隍庙、成都锦里的夜市早
已享誉海内外。杭州、南宁、石家
庄等地也制定了鼓励培育“夜市
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但济南
作为省会城市，夜市经济的发展
还存在很大差距。”

如何发展夜市经济？赵勇建
议，各区政府做好前期调研，制
定出台鼓励“夜市经济”发展的
政策文件，为夜市规划出特定的
地盘，开发夜市一条街；可以将
摊位出租收入作为经费主要来
源，如有不足，由属地财政承担，
城区低保户、零就业家庭等特殊
困难群众优先入市，并给予税收
等各方面的优惠扶持；管理部门

要变堵为疏、变被动为主动，要
主动安置、引导、支持夜市，打造
具有济南特色的明星夜市。

赵勇还建议对夜市进行特
色化设计，以泉城特色为主线，
找到商业和旅游的最佳黄金结
合点，形成高、中、低端合理布
局，还要突出文化内涵，规划和
建设一批特色餐饮、品牌购物、
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等特色夜市
街区。“如把中华小吃城、芙蓉
街、大观园精心打造成泉城特色
小吃夜市；把英雄山文化市场打
造成文化夜市；把山师东西路、
花园路打造成服装、百货夜市；
把山大路打造成科技夜市；把千
佛山路、明湖东路打造成酒吧一
条街等，让夜市璀璨的灯光照亮
泉城，充分展现济南夜市经济的
独特魅力。”

夜市，是发展地区服务业的重要形式，但在现实生活

中，夜市也存在占道经营、扰民、层次低等多个问题。夜市

是取缔还是保留，一直是困扰相关部门的难题。在今年两

会的提案中，政协委员赵勇就建议，加强政策引导扶持，

进行特色化设计，充分展现济南“夜市经济”的独特魅力。

▲洪楼夜市大大小小几百个摊位，绵延1000多米。

北园夜市上一些小吃摊将道路“挤”瘦。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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